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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上午，云顶滑雪公园。雪后初

霁，阳光明媚。中国队选手谷爱凌在坡面障

碍技巧赛场完成自己的张家口赛区首秀。

当日，受降雪影响推迟一天举行的自由

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结束两轮比

拼。谷爱凌第二滑得到 79.38 分，在 27 名参

赛选手中排名第三，顺利晋级决赛。

资格赛前五名出发的选手，在国际雪联

的排名中也位列前五，都颇具实力。首轮滑

行，率先登场的谷爱凌在道具区动作有些瑕

疵，得到 57.28 分。根据比赛规则，资格赛将

取选手最好一轮的成绩进行排名，前 12 名可

入围决赛。谷爱凌唯有及时调整状态，继续

专注做好自己的动作。

进入第二轮，谷爱凌稳稳地出发，道具区

和跳台区都顺利过关，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在等待分数的时候，她还掏出一个韭菜盒子

吃了起来，又频频笑着看向镜头，不难看出对

自己这一滑的满意。

最终，谷爱凌凭借第二滑 79.38 分的成绩

顺利晋级决赛。爱沙尼亚队名将凯莉·西尔

达鲁两滑均发挥稳定，排名第一晋级。决赛

中，她将成为谷爱凌的主要竞争对手。

本届冬奥会，谷爱凌身兼 3 项出战，此前

已经获得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金牌。坡面

障碍技巧资格赛后，她没有过多接受采访，匆

匆赶往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进行训练。

谷爱凌的队友杨硕瑞带伤参赛，最终排名

第二十三。她在赛后说，代表中国队站上冬奥

赛场，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看到了与高水

平选手之间的差距，也收获了大赛经验，“争取

能参加下一届冬奥会，拿个不错的成绩”。

当日下午，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资格赛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中国队选手苏翊鸣

以总成绩 155.25 分位列第五，顺利晋级决赛。

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项目

和大跳台项目共用一个席位，参赛选手必须

兼项。马克斯·帕罗特、马克·麦克莫里斯等

参加坡面障碍技巧决赛的 12 名选手，全部来

到大跳台赛场，让这场资格赛看点十足。

单板滑雪大跳台是苏翊鸣的拿手项目，他

在第一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第八个出场的

苏翊鸣，没有在常规起点出发，而是站上一个

还要高出 2米的小跳台——这是为了获得更快

的起跳速度，也意味着挑战更高难度动作。

第一轮比赛，苏翊鸣亮出了内转 1800 度

动作，滞空时间很长，空中动作舒展，抓板一

气呵成，拿到全场最高的 92.50 分。次轮比

拼，为了完成不同方向的转体动作，苏翊鸣尝

试外转 1440 度，可惜落地时手部触雪，只拿

到 62.75 分。两轮过后，苏翊鸣位列第三。

确保晋级决赛后，苏翊鸣最后一跳继续

冲击外转 1800 度的高难度动作。“第三跳空

中姿态很不错，但落地时出现失误，我回去会

跟教练一起制定改进方案。毕竟决赛才是重

头戏，到时候我会挑战自己的最高难度动作，

争取拿到理想的成绩。”苏翊鸣说。

在当日上午进行的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

资格赛中，中国队选手荣格第一轮比赛发挥失

误，仅得到 10.75 分，排名倒数第二。后两跳，

荣格顶住压力，稳稳完成了外转 720 度动作和

两周偏轴转体后空翻动作，夺得决赛资格。

在谷爱凌、杨硕瑞、苏翊鸣和荣格之前，

无论是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还是单板滑

雪 大 跳 台 ，对 于 中 国 队 都 还 是“ 陌 生 的 赛

场”。如今，3 名年轻选手晋级各自项目决

赛，已经实现了突破。

图③：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

碍技巧资格赛中。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图④：苏翊鸣在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资

格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李 昊摄

图⑤：荣格在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资格

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单板滑雪选手苏翊鸣和荣格—

中国队三小将晋级各自项目决赛
本报记者 孙龙飞 李 洋

108.61 分，全场最高分！

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计分屏幕最

高一行，中国队选手徐梦桃的眼里尽是难以

置信。她焦急地向身边人反复确认：“我是

第一名吗？我真的是第一名吗？”在获得确

认后，徐梦桃喜悦的眼泪夺眶而出。

2 月 14 日晚，云顶滑雪公园，自由式滑雪

女子空中技巧决赛高手云集、竞争激烈。徐梦

桃勇夺金牌，为中国女队实现该项目冬奥金牌

“零的突破”，她的队友孔凡钰获得第六名。

本届冬奥会前，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队在冬奥会上获得过 1 金 6 银 4 铜，其中

韩晓鹏在 2006 年都灵冬奥会上夺得自由式

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金牌。夺得女子空中技

巧金牌，一直是徐梦桃和队友的梦想。

受降雪天气影响，原定于 13 日进行的

资格赛推迟了。14 日这天，徐梦桃迎来资格

赛和决赛的双重考验。

资格赛中，徐梦桃首轮排名第三，直接

晋级当晚的决赛。决赛分两轮进行，她在第

一轮就拿出了难度系数 4.293 的全场最高难

度动作，凭借出色的发挥以 103.89 分晋级决

赛次轮。

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要想争冠，不

能有丝毫失误。6 名选手个个实力不俗，尤

其是第一位出发的白俄罗斯队选手汉娜·胡

什科娃，跳出了 107.95 分，给随后出场的选

手带来不小的压力。

身经百战的徐梦桃稳定心态，调整步伐

——出发、起跳、腾空——还是那个全场最

高难度动作，稳稳落地。第四次参加冬奥

会，她奋力拼搏终于圆梦，为自己、也为中国

队赢得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的首枚冬

奥金牌。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徐梦桃正处在最佳

竞技状态，以世界排名第一、2014 年索契冬

奥会银牌得主的身份参赛，却遗憾地未进入

最后一轮决赛，最终排名第九。那一晚，她

在 赛 场 待 了 很 久 ，盯 着 场 上 的 灯 光 不 愿

离去。

徐梦桃一度想过退役。“为祖国拼金牌

是使命也是荣誉，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最

终她还是咬了咬牙，顽强地回到了训练场和

比赛场。

2021—2022 赛季，徐梦桃随队征战世界

杯比赛。从 0 积分开始打拼，她收获了世界

杯个人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枚金牌，连续刷

新 空 中 技 巧 项 目 个 人 世 界 杯 金 牌 数 量 纪

录。那之前，中国队近 22 个月没有参加该

项目国际赛事，但徐梦桃和队友一次次捧起

冠军奖杯，宣告了这支队伍“没有掉队”。

从事项目 20 年来，不论是面对伤病还

是低谷，徐梦桃从未改变站上最高领奖台

的目标。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她在本

赛季的训练和比赛中，坚持挑战高难度的

三周台动作，坚持苦练体能。数不清跑过

多少米、流下多少汗，徐梦桃在技术提升的

同时，在队内的体能比拼中也遥遥领先。“不

论我曾经取得过怎样的成绩，我都要从零开

始。多练多得，努力一定会在最关键的时候

帮助到你。”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徐梦桃专门提到

了“2 月 14 日”这个日期：2009 年在莫斯科拿

到第一个世界杯冠军，2014 年在索契拿到自

己的首枚冬奥奖牌，如今她终于拿到冬奥会

金牌……

努力不会辜负每一个追梦者。希望这

一枚金牌会激励更多选手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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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泪又一次从徐梦桃的脸颊滚落。

但已不再是遗憾的泪、不甘的泪。

这是无数次拼搏之后挥洒喜悦的

泪水，这是梦想成真之后尽情释放的

泪水。

为了这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

巧金牌，徐梦桃坚持了 4 届冬奥会、跨

越了 12 年，中国空中技巧队拼搏了 24
年。多年持续不懈的奋斗，凝结为徐

梦桃今天痛快的呐喊。

金牌开创历史，金牌更见精神。

这样的精神，意味着永不放弃，做

到极致。

赛后，徐梦桃一句“太不容易”的

感慨，有多少滋味涌动在心头。运动

生涯 20 载，与 27 个世界冠军头衔相伴

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伤病。而更大

的考验，是一次次从挫折中昂起头来，

继续出发的勇气。

4 届冬奥会，一次次与梦想擦肩

而过，徐梦桃选择一次次“清零”。最

近的一次，是在 2 月 10 日的北京冬奥

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比赛

之后。领奖台上，徐梦桃反复掂量着

这块银牌，默默擦了擦眼角，然后又笑

了起来。

这样的精神，意味着相信自己，勇

于突破。

最后一跳，拿出最高难度，也要拿

出突破自己的勇气。无数次的刻苦训

练，数不清的汗水付出，在这一刻都沉淀了下来，“最后一跳

我什么都没想，就是专注技术，要做最好的自己。”

用完美的一跳证明自己，徐梦桃做到了。

这样的精神，意味着敢于担当，无畏拼搏。

“我就是那个‘拼’金牌的姑娘，为祖国拼金牌，是使命

也是荣誉！”为国争光，始终是徐梦桃和队友心底最深的动

力，也是中国运动员砥砺前行、始终不忘的初心。

这样的精神，闪耀在空中技巧队的拼搏故事中：从徐囡

囡 1998 年长野冬奥会拿到的第一枚银牌，到韩晓鹏 2006 年

都灵冬奥会拿到的第一枚男子金牌，从郭丹丹忍着伤痛完

成比赛的坚持，到李妮娜、贾宗洋、齐广璞多年奋斗的拼搏

……为中国选手注入了最昂扬的力量，让中华体育精神有

了最生动的表达。

这样的精神，让国歌一次次奏响，国旗一次次飘扬，让

中国选手的身影，出现在越来越多的赛场。

这样的精神，是超越自我，是迎难而上，是拼搏到底，是

体育情、拼搏志激荡在奥运赛场上的最强音。

赛场上最动人的，是体育情；比金牌更闪耀的，是拼搏

志。这样的精神，见证着过去的奋斗，激励着未来的奋进，

汇聚为一句呐喊：中国冰雪，加油！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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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14 日电 （记者陈晨曦）北京冬奥会 14
日迎来开幕式后第十个比赛日，各赛场共决出 4 枚金牌。

这是开赛以来产生金牌数量最少的一天，中国体育代表团、

美国体育代表团、法国体育代表团和奥地利体育代表团各

收获一枚金牌。

当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在云顶滑雪公园

举行。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队选手徐梦桃以近乎完美

的发挥夺得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收获第

五枚金牌，追平了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上创造的金牌数量

历史最佳成绩。至此，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在北京冬奥会

上获得 5 金 3 银 2 铜共 10 枚奖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冬奥会单

届最多奖牌数为 11 枚，分别是 2006 年都灵冬奥会的 2 金 4
银 5 铜和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的 5 金 2 银 4 铜。

本届冬奥会新增项目女子单人雪车历经两天 4 轮比赛

之后，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落幕，该项目首位冬奥会冠军就

此产生。美国队选手包揽金牌、银牌，铜牌被加拿大队选手

获得。共有 20 名运动员参加该项目比赛，中国队选手怀明

明和应清分列第六和第九位。

法国队组合帕帕达吉斯/西泽龙当日在花样滑冰冰舞

项目上圆梦，以总成绩 226.98 分强势夺金，俄罗斯奥委会队

的西尼齐娜/卡察拉波夫以总成绩 220.51 分获得银牌，美国

队组合哈贝尔/多诺霍以总成绩 218.02 分获得铜牌。中国

队组合王诗玥/柳鑫宇获得第十二名，刷新中国队冬奥会该

项目最好成绩。

在跳台滑雪男子团体大跳台决赛中，奥地利队获得金

牌，斯洛文尼亚队和德国队分获银牌、铜牌。中国队组队参

加比赛，在首轮中排名第十一，未能晋级决赛轮。“希望我和

队友在北京冬奥会赛场上的亮相会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这

个项目。”中国队选手宋祺武说。

开幕式后第十个比赛日

各赛场共产生四枚金牌

超越自我、迎难而上、
拼搏到底，是体育情、拼
搏志激荡在奥运赛场上
的最强音，赛场上最动
人，比金牌更闪耀。这样
的精神，见证着过去的奋
斗，激励着未来的奋进

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

徐梦桃夺得冠军
本报记者 孙龙飞 范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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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 月 14 日，徐梦桃在颁发纪念

品仪式上动情落泪。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图②：徐梦桃在自由式滑雪女子空

中技巧决赛中。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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